
E-mail：qdnrbggb@163.com 热线电话：0855-8262760

剑河
值班编辑：王万琼 美编：吴 敏 校检：罗 艳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推动区域协调发
展的有力支撑。剑河县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点，从抓好城市更新行动、抓好城镇精致管理、抓好产城融合
发展着手，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主战略，蓄力推动让政策
从“最初一公里”到“最后一公里”落地，进一步释放新型城镇化发
展潜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基建全，城乡同步更新增活力。县域，一头连着城市，一
头连着乡村，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有机结合的
关键一环。

2024年，剑河一面不断深入开展城市更新行动，科学合理地
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大型综合停车场建设、棚户区改造项
目等民生项目，推动县城区“家具”升级；一面在优化乡镇基础设

施上持续发力，医疗次中心建设启用让农村群众“家门口”就医更
可触可及，“数字乡村”项目实施让乡村“治理”更“智理”；50户以
上木质连片村寨“水改”“电改”工程让农村群众用电用水更安全
放心……“民生”跟着“民声”走，城乡融合一起抓，剑河铆足干劲
让县乡两级基础设施“硬件”更新换代，推动城乡发展同频共振。

2024年，剑河500万元以上项目完成城镇基础设施投资7.5
亿元，其中：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完成4亿元；小城镇投资完成3.5
亿元。持续强化城乡配套功能，让全民共享现代化发展红利。

环境优，城镇精致管理添动能。2024 年，剑河不断创新和
完善精致城镇建设“新模式”，搭建网格化、机械化治理框架，一
边深耕“城市增绿”行动，加快源江河、八郎溪、白浪溪综合治
理，推动县城环境从“一处美”“一片美”到“整体美”，提升城市颜

值高度；一边划行规市，加强城市执法，并开启“政务服务上直播”
“高效办成一件事”“24小时政务在线”等服务体验，不断筑牢“贵
人服务·剑效办”品牌，加足马力持续提高城市管理“温度”。

2007年县城整体搬迁以来，城区规划面积从8.4平方公里拓
展到21.40平方公里。2024年，剑河城市美化靓化面积148.6万平
方米，城镇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努力推动剑河“有颜有甜”。

路通达，产城融合发展再提速。2024年，随着贵州新增加密
高速网络的重点建设项目和黔东南对接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快
捷大通道——剑黎高速的建成通车，剑河县城与剑河段沿线的南
寨、南加等乡镇区域距离，已由以往按小时计算缩短到按分钟计
算，不仅方便着剑河近10万名群众的出行，更加速了剑河农特产
品通村达海。

道路畅则乡村活。随着剑河县乡村三级公路不断建设完善，
一张县道沟通城乡、乡道往来交织、村道阡陌纵横，一条条公路化
身旅游路、产业路、致富路、幸福路，将“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照进
现实，“进城步伐”加快，城乡融合加深，产城融合发展再提速。

截至2024年底，剑河县乡村三级公路里程已达2683.503公
里，一张“外通内联、通村达镇”的农村交通路网越织越密，不断推
动农民群众“走得好”、农村物流“运得畅”，群众获得感节节攀升。

百姓事为“心头事”，城乡共荣绘愿景。截至目前，剑河城镇
化率已达43.5%，城镇化率明显提升。下一步，剑河将从县城这
条城乡融合纽带到乡村这段基层治理“神经末梢”，不断拓宽产城
互动“经度”，聚焦城乡融合“纬度”，提高城市“温度”，持续推动新
型城镇化建设，为中国式现代化剑河实践新篇章赋能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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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绵延不绝，如一道生命的源

流在剑河的大山间不停流转，给这里的

人民赋予绵绵不绝的生命动力。岁月

如江河流淌，剑河县28万人民用勤劳

的双手，乘着惠民好政策和东西部协作

的东风，破浪前行，不断创造自己美好

的生活，奋力谱写时代新篇章。

在过去的2024年，剑河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重要讲

话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

省委历次全会和州委第十一次党代会、

州委历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按照“扬优势强产业、补

短板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要求，围绕

“四新”主攻“四化”，统筹推进经济社会

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2024 年，剑河县紧紧围绕中药材、食用菌、生态鱼“三大产
业”，着力破解发展难题，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依托科技创
新和产业升级，持续推动粮食增产、林下经济发展、食用菌效率提
升以及生态渔业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乡村振兴注入
强大动力。

科技助力，稻渔双丰收。2024年，剑河县机械化农业覆盖进
一步加大，从过去的仅覆盖相对平坦地区，到现在的小型农机上
山，让广大山地农户的秋收变得更加省时省力，效率大幅提升。
据统计，2024年剑河县粮食种植面积19.86万亩，完成产量6.18万
吨，单产339.5公斤。

同时，2024年以来，剑河县充分利用农业农村部、省科技厅帮
扶力量，充分发挥科技小院和产业基地在科技创新和引领带动方

面作用。通过实施“稻+鱼（鸭、蟹、鳝）”共生标准化立体种养模式，
建立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持续探索适合本土的科技兴农新路
径。截至目前，全县共推广稻渔综合种养示范面积6.71万亩，参加
稻渔综合种养农户1.22万户，亩收入比水稻单作提高了2倍左右。

种源培育，中药材产业蓬勃发展。剑河县作为贵州省28个
重点林区县之一，15个中药材种植基地建设县之一，中药材资源
得天独厚。2024年，剑河县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产业，根据《剑
河县6个100万提升工程中药材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
2025年）》，全面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截至目前，全县林下种植的
中药材面积近5万亩，其中钩藤2.94万亩、黄精约1.01万亩、淫羊
藿0.092万亩、茯苓0.4万亩、丹参0.1万亩、南五味子0.16万亩，其
他品种0.3万亩。

为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剑河县从种源培育入手，通过黄
精、钩藤等道地药材种苗示范基地，采用科学管护和自主技术手
段，培育出适宜本地气候土壤生长的优势品种，移栽成活率和抗
病能力显著提高，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改造与创新，食用菌产业焕“新”发展。在南明镇南明大
坝，羊肚菌种植基地利用秋冬农闲时期，将200余亩土地转变为
增收田。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仅需 70 多天培育即可采菇，总产
值800万余元。

除现代化农田外，贵州顺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
造，实现了智能化管理。剑河县投入3641万元资金对该公司进
行技改升级。技改后，产能从日产10万袋提升至日产14.5万袋，
效率提升40%。

2024年，剑河县通过技术改造和农业创新，推动食用菌产业
焕“新”发展，不仅促进了食用菌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为农民增收
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强有力支持。

破题发展，生态养殖促增收。2024年，剑河县立足水生态，大
力发展生态渔业，积极探索实现粮食生产安全与渔业增产增收相
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平衡的产业发展新路径。南哨
镇大口黑鲈鱼养殖项目市场前景广阔，预计产值可达200万元。

近两年来，剑河县农产品销售量达到3.5万吨，销售额达到
6.5亿元。

科技之光照沃野，丰收景象满目新。今日的剑河，正描绘出
一幅农业产业更加繁荣、乡村面貌更加美丽、农民收入更加丰厚
的多彩画卷。

剑河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县情实际，按照“抓二产带一产促三
产、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工作思路，大抓产业、主攻工业，不断优化
工业产业结构，提升工业竞争力，加快构建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
全面提高工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赋能乡村振兴。

在贵州京诚药业有限公司的实验室里，药理分析人员分工协
作，紧张而有序地开展工作。在生产车间，巨大而复杂的自动化
生产设备轰鸣不止，二十四小时不停运转。包装流水线上工人不
停地忙碌着，一箱箱产品等待装车销往全国各地。

贵州京诚药业有限公司通过技术改造和工艺升级，企业生产
的中药配方颗粒纯度在原来的基础上至少提高了20%，生产流程
基本实现机械化和智能化，质量和效益都实现了双提升。

剑河县立足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和市场优势，将发展健康医药
作为工业园区的主导产业，力争打造贵州省民族中医药制造核心
区，积极吸引并培育健康医药项目和企业，贵州京诚药业、金草药
业、九州通剑禾药业等一批药企正蓬勃发展。

2024 年 9 月，剑河县天生祥木材智能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投
产，引来外界的广泛关注，吸引了众多企业到场观摩、洽谈合作。
剑河县天生祥木材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的OSB板材（定向结构刨
花板）生产线为行业领域国际领先设备，实现原木到板材的智能
化生产。该企业也是中国西南地区唯一一家生产OSB板材的企
业。企业达产后，预计可年产欧松板40万立方米，先进的生产技
术让企业迅速站稳市场。

木材智能制造是剑河工业园区又一主导产业。在剑河工业
园区，除了天生祥木材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还有荣达木业、多来美
木业等一批木材智能制造企业，剑河县丰富的林木资源为企业提
供了原料保障，优质的“贵人服务·剑效办”为企业的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开足马力，充分释放发展动能。

在贵州顺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菇房里，密密麻麻的鹿茸菇
长势良好，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工作。自动化的菌包生产线不停运
行，源源不断为企业和种植基地供应菌棒。该企业可日产鹿茸菇
菌棒14.5万棒，鲜菇产量80吨，剑河鹿茸菇作为全国“单产冠军”
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龙头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剑河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增强食用菌产业的发展活力，抓二产带一产作用进
一步显现。

为推动工业持续快速发展，剑河县不断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
机制，2024年实施工业园区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园区管委
会职能，创新干部管理机制，增强园区服务力量，优化营商环境，
全面激活园区发展活力。

2024年，剑河县规上工业总产值完成6.59亿元，预计全县规
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75亿元。

昂首阔步向前行，步稳蹄疾再争辉。剑河县克服山多地少、
工业基础薄弱困难，用开拓进取的决心和毅力，迎难而上，在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事业中书写剑河工业发展新篇章。

品味多元灿烂的文化之美，感受舒适惬意的温泉之美、追
寻神秘奇妙的化石之美、邂逅“诗与远方”的乡村之美……青山
绿水的交相辉映，自然人文的相互交融，叠加出剑河旅游产业
的精彩篇章。

过去一年，剑河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入实施“旅游+”
战略，持续精耕旅游业态，推进文体旅融合发展，注重品牌引领、
活动赋能、融合发展、区域联动，有力推动旅游产业化高质量发
展。徐徐展开的全域旅游新画卷，生动注解着“风景这边独好”。

数据显示，2024年1-11月，剑河县旅游总人次为293.65万人
次，同比增加27.44%，旅游综合收入31.70亿元，同比增加27.27%。

龙头带动，擦亮旅游“金招牌”。一池“金汤”水、一枚“金钉
子”，是剑河旅游产业的两块“金”字招牌。

过去一年，剑河县紧盯龙头，充分发挥两“金”联动效应，与屯
州村、剑河华润希望小镇等乡村、景点串点成线，带动红色文化、
仰阿莎文化、田园文化等旅游品牌发展。

冬日里，一边沐浴温泉之暖，一边欣赏青山如黛，尽享惬意时光。
仰阿莎温泉小镇聚焦“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以“温

泉+”赋能全域旅游，将苗侗文化、养生文化有机融合，打造集生
态休闲、健康养生、旅游度假等为一体的综合服务项目。2024
年，该小镇获评“贵州省劳模（职工）疗休养基地”，被拟确定为省
级旅游度假区。

漫步化石苗寨，看“沧海桑田”；走进化石陈列馆，听地质科
普；体验采集化石，享野外科考魅力……随着“金钉子”声名远播，
剑河八郎古生物化石景区掀起研学热潮，有效带动了乡村旅游。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剑河还精心打造红色教
育游、生态观光游、休闲采摘游等特色主题旅游线路，按照“现有
项目抓提升、新建项目抓品质、招商项目抓落地”思路，持续加快
温泉景区提质升级、金钉子“八个一”、镇江村红色美丽村庄建设
项目、基佑村特色田园文旅项目等工程建设，支持昂英、白道重点
旅游村寨融入“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全面提升剑河旅游形象
和接待能力。

节庆搭台，打好文化“特色牌”。剑河的13个乡镇（街道），文
化资源禀赋各不相同。2024年，剑河着眼于“节庆+文化+体育+旅
游”融合发展思路，以节为媒、以节兴旅，融入服饰表演、美食品尝、
游艺竞技、体育赛事等活动，充分挖掘传统节庆文化资源，打造“一
镇一节”，有效实现“月月有活动、季季有亮点、常年不断线”。

春花开，南明油菜花节、高雍“三月三”情歌节，可赴一场场浪
漫之约；夏日里，“六月六”仰阿莎文化节，水龙狂欢、水鼓舞展演、
民族文化游演等系列活动丰富多彩、亮点频出，2024年文化节接待
游客达13.75万人次，实现旅游花费1.39亿元，文化节创生歌曲《快
快来》获2024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秋
风日，昂英开鱼节、南哨稻草节，庆丰收、享喜悦；冬雪季，化敖侗
年、温泉康养季等你来……剑河通过活动赋能、节庆驱动、市场拉
动，以时光为序，唱响旅游“四季歌”，述说着自己的“文旅故事”。

眺望朝阳，春天再出发。新的一年，剑河将在精品景区打造
上再发力，在旅游线路优化上再谋划，在文旅业态培育上再创新，
在品牌策划营销上再加强，集中力量打造城市文旅品牌，加快推
动旅游产业化实现新突破。

大抓产业谱新篇 绿色发展促增收

主攻工业显特色 步稳蹄疾奋前行

文旅融合风帆劲 魅力剑河景正新

城镇建设提速快 城乡融合共繁荣

仰阿莎温泉小镇 （刘梦 摄）

生产线上的自动晾板架 （杨家孟 摄）

工业园区标准厂房

村民在湾根村林下采收淫羊藿

工人在采摘鹿茸菇

南明镇连片的稻田美不胜收南明镇连片的稻田美不胜收

县城全景县城全景

游客在体验剑河温泉

剑河华润希望小镇

剑
河
万
人
水
鼓
舞

盛装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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